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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福柯广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历史时段
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从文艺复兴到18、19世纪的现代时期。
但是这些历史的主角不一样。
《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讲述的是疯癫（疯人）的历史；《词与物》讲述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规训
与惩罚》讲述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
这三个不相关的主题在同一个历史维度内平行展开。
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从未被人讲过的沉默的历史？
就是为了探索一种“现代主体的谱系学”。
因为，正是在疯癫史、惩罚史和人文科学的历史中，今天日渐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体形象缓缓浮现。
福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
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
也就是说，历史上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权力技术和知识来塑造主体？
有多少种模式来塑造主体？
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发明了哪些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从而塑造出今天的主体和主体经验？
福柯的著作，就是对历史中各种塑造主体的权力／知识模式的考究。
总的来说，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之于尼采式的道德谱系学的范畴，即现代人是如何被塑造成型。
但是，福柯无疑比尼采探讨的领域更为宽广、具体和细致。
　　由于福柯探讨的是主体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体相关联，只有在锻造主体的意义上，我们才
能理解福柯的权力和权力／知识。
权力／知识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对子：知识被权力生产出来，随即它又产生权力功能，从而进一步巩固
了权力。
知识和权力构成管理和控制的两位一体，对主体进行塑造成形。
就权力／知识而言，福柯有时候将主体塑造的重心放在权力方面，有时候又放在知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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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柯(1926—1984)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在当代学院中的地位无人能及。
福柯试图向人们表明，现代主体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逐渐获得今日的形象的。
对现代主体所作的谱系学探究，使得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道路以一种我们不熟悉但又是令人惊异的方式
铺展开来。
他的著作也由此对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改变了
这些学科的既定面貌。
这个读本精选了福柯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论文二十四篇(其中绝大部分是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以清
晰地看出福柯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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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中，性的重要性，以及自萨德以来它总是与语言的重要决策关联在一起这样
一个事实，都来自这种对应，而这对应又将之与上帝之死相关联。
当然无需将上帝之死理解为上帝在历史领域的终结，也无需理解为对他之不存在的最后宣布，而应理
解为，这是我们经验的当下一常态空间。
由于上帝之死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物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
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
但这样一个由上帝之死而构成其爆炸性现实的经验，也敞开了自己的秘密并加以澄清，这便是它自己
的内在限度，界限的无界限领域，以及那些过分行为的空洞性，其空洞性就在于，它在其中消耗了自
我，但发现它其实在那里是缺失的。
在这种意义上，内在经验，自始至终，都是对一种不可能性的体验（这不可能性既指我们所体验的东
西，又指那构成这种体验的东西）。
上帝之死不仅只是一个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形成当代经验的“事件”，它还在继续无限地追踪它伟大
轮廓的痕迹。
　　巴塔耶完美地意识到了上帝之死给思想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它扰乱思想的种种不可能性。
上帝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对他之不存在的震惊认识和将他灭掉的行为之间的奇特关联？
但是如果上帝本来就不存在，灭掉他，灭掉那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上帝，又有何意义？
或许这就意味着灭掉上帝，这既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存在，也是因为要确保他今后也将不存在——这当
然是个好笑的原因：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
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一种牺牲；灭掉上帝，以便把他还原为乌有，同
时又在一个亮得如同一个在场的光焰中心展现其存在——这是因为狂喜；灭掉上帝，以便让语言迷失
在一个震耳欲聋的夜晚，而因此必然使他（上帝）出血，直至他发出“一个巨大的迷失在无尽沉默中
的哈利路亚”——这是交流。
上帝之死并没有为我们恢复一个受到限制的、实证主义的世界，而是恢复了一个由经验而揭示出其各
种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被那僭越它的过分行为既制造又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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